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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机构是职业病防
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职
业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职业病防治机构提质合规行
动（2024-2025 年）工作方案》明确
到2025年底要实现的目标：疾控中
心或职业病防治院所规范开展职业
病危害因素监测，承担 85%以上监
测任务；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填报技术服务
信息报送卡，上报率达到100%……

根据方案，有关部门将采取加
强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活
动事中事后监管、规范职业健康检
查和职业病诊断管理、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等措施，推动职业病防治机
构高质量发展，为做好职业病防治
工作、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提供更
加有力的保障。

新华社记者李恒、董瑞丰、顾
天成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进一步规范和开展职业病危害监测评估等工作

新华社银川5月8日电（记者任玮）8日，记
者从水利部在宁夏固原市召开的农村供水高质
量发展现场会上获悉，水利部将以县域为单元，
全面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
式，即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
化建设，因地制宜实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
设改造，并实施县域统管、专业化管理全覆盖的
管护模式，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现场会上表示，推动
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要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
化建设，在大型引调水工程沿线和大中型水库
周边地区尤其是城市近郊地区，优先推进城乡
供水一体化，能联网尽联网、能扩网尽扩网、能
并网尽并网，最大程度实现城乡供水同源、同
网、同质、同监管、同服务。

对城市供水管网短期难以延伸覆盖的地
区，要发展集中供水规模化。在人口集聚的乡
镇，尽可能规划建设“千吨万人”供水工程，以此
为中心辐射分散用水户，最大限度扩大规模化
供水范围。

他同时要求，对确实无法纳入城乡供水一
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的地区，因地制宜推进小
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不落一户一人，确保农
村供水工程全覆盖。

另外，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一管理、监
测、运维、服务，实现农村供水专业化管理全覆
盖。聚焦 2025 年农村供水水质基本达到当地
县城水平目标，推动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今年年
底前全部按要求配备净化消毒设施设备等。强
化城乡一体化、规模化农村供水工程水质自检
和小型集中、分散工程水质巡检。加强水源地
保护，健全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农村饮水安全保
障体系。

李国英提出，要以县域为单元逐步建立健
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平台，为农村供水
管理提供前瞻性、科学性、精准性、安全性支撑。

水利部：
加快推进农村供水
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周圆）应急管
理部综合减灾和改革协调司司长吕红频8日表
示，建设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库是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重要任
务，目前这项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在当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吕红频介
绍，整个数据库由1个国家级综合库、10个国家
级行业库和31个省级数据库构成，基本做到了

“技术标准统一、分类分级管理、纵向横向联通、
共建共享共用”。

国家基础数据库包括23种致灾因子数据，
27 种承灾体数据，以及灾害风险评估、风险区
划、防治区划成果数据等，其中国家级综合库已
经存储了超过 17 亿条各类风险数据。数据库
以“服务业务”为导向，通过建设标准化服务能
力，便捷连通有关业务系统，提供数据成果服
务。比如，一旦发生重大地震，可以立即调取震
区相关数据，快速形成报告，支持抢险救援决
策。此外，有关方面还把数据加工处理形成多
样化产品，按一定渠道提供给科研教学工作者
和社会公众使用。

吕红频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做好国家基础
数据库日常运行管理工作，根据情况变化，开展
常态化数据更新，做好共享服务保障工作。同
时，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做好数
据挖掘，形成适应不同应用场景的服务产品，努
力发挥普查成果的最大效益。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提升自然灾
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重大的国
力国情调查。2020 年 5 月，国务院决定开展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此次普查调
查成果已于去年2月15日发布。

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基础数据库基本建成

摸清“危害底数”加强帮扶中小微企业
——我国职业病防治再出“组合拳”

保障劳动者健康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建立可能存

在职业病危害的
用 人 单 位 数 据
库，推动中小微
企业规范职业健
康管理，提高职
业病防治机构技
术支撑能力和服
务质量……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
家疾控局近日公
布“三项行动”具
体工作方案，以
“组合拳”方式进
一步提升我国职
业病防治水平。

据了解，包
括《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扩面行
动 （2024-2025
年）工作方案》
《中小微企业职
业健康帮扶行动
（2024-2025 年）
工作方案》《职业
病防治机构提质
合 规 行 动
（2024-2025 年）
工作方案》在内
的“三项行动”，
就摸清职业病防
治“危害底数”、
保障中小微企业
劳动者职业健康
权益、健全技术
支撑体系等分别
布 置 了 工 作 目
标，明确了工作
要求。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是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的基础，更是用人
单位的法定义务。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扩面行
动（2024-2025年）工作方案》提出，
通过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扩
面行动，到 2024 年底，工业领域职
业病危害严重行业用人单位职业
病危害项目申报达到全覆盖；到

2025年底，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10
人及以上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
目应报尽报。

建立可能存在职业病危害的
用人单位数据库，开展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告知动员、工作分析调
研，开展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入户指导……该方案对相关
目标实施路径给予指引。

——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扩面行动

中小微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中坚力量，对于推动高质量发
展、促进就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

确定重点帮扶对象、建立帮扶
团队，指导企业对所有工作场所进
行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建立一套
实用的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开展一
次现场职业病危害告知和防护用
品配置指导、举办一次职业健康培
训、开展一次超标岗位职业病危害
治理……《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帮
扶行动（2024-2025 年）工作方案》

从多个维度明确工作任务。
方案提出，2024 年和 2025 年，

实现每年每省中小微企业帮扶数
量平均每个县区不少于 20 家；到
2025年底，帮扶企业职业病危害项
目申报率、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定期检测率、职业健康检查开展
率、职业健康培训率均达到100%。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完
善相关政策，从制度上推动中小微
企业提高防治水平，更好保障劳动
者的职业健康权益。

——开展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帮扶


